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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本局業於 102 年 6 月 20 日召開第 35 次著作權法修法諮詢會

議，就「是否調整職務著作(僱傭或出資聘著作)之著作權利歸屬」、「著

作權法第 12條『除前條情形外』之文字內容有無刪除之必要」及「是

否增訂視聽著作之著作權利歸屬」等三項修法議題，諮詢委員意見，

經與會委員充分討論，因議題影響層面廣泛，會中並未達成具體結論。 

本局於會後彙整委員意見後，提出修法方向並研擬具體修正條文

如下： 

壹、修法方向 

議題一：是否須調整職務著作(受雇或出資聘著作)之著作權歸屬？ 

議題二：著作權法第 12 條「除前條情形外」之文字內容有無刪除之

必要？ 

一、 著作人之歸屬：維持現行法職務著作之著作人，原則上歸屬受雇

人及受聘人之規定（第 11 條第 1 項、第 12 條第 1 項）。且在出

資聘關係下，受聘人為法人之情況下，原則上仍以該法人之受雇

人(即員工)為著作人(除非雙方內部之僱傭契約另有相反之約

定)，不得於外部之出資聘契約中逕行約定出資人為著作人。 

說明：有關職務著作之著作人歸屬部分，我國自 81 年修法後，受雇

或出資聘之著作，如無另為約定，係以受雇人或受聘人為著作

人，本項規定雖與美國(採二元論，雇用人及出資人均得直接

視為著作人，且擁有著作財產權)、日本、中國大陸(均規定於

符合一定要件時，法人得為著作人)等立法不同，惟亦有學者

主張，日本、中國大陸之立法係將法人能否為著作人及法人能

否成為著作權人之問題相混淆1，才會在立法上承認法人為著

作人，至於美國則是為了保護本國文化產業而作此立法2，因

                                                      
1
 學者認為，日本、中國大陸承認法人得為著作人之立法例，已在實務上及法理上產生問題，例

如：中國大陸著作權法區別「法人著作」與「職務著作」（自然人員工創作但歸雇主所有）困

難；又法人如果為著作人，將造成著作可能會長久存在（法人不破產、不解散、不合併等），

永不進入公共領域之不公平現象；且法理上難以說明何以法人得為人格權利之主體，畢竟著作

不可能反映法人之「個性」。參見：鄭成思，知識產權論，法律出版社，2003 年出版，頁 157-164。

(如附件 1) 
2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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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我國是否參照上述國家之立法規定而修改，亦有討論空間。

故在目前實務上無重大爭議及法律安定性考量之下，擬維持現

行法第 11條第 1項、第 12條第 1項之規定，避免因法律變動

過大，造成社會秩序不安。 

二、 著作財產權之歸屬：回歸契約自由原則，且不限制歸屬之對象

及方式(修正條文第 11條第 2項、第 12條第 3、4項) 

說明：因著作財產權屬經濟利益，對於著作人格權的認定並無影響，

因此建議將現行條文修正，讓雇用人與受雇人、出資人與受聘

人，得以契約自由約定著作財產權的歸屬對象及歸屬的方式，

不再予以限制，以符實務之需求。 

三、 增訂出資人得利用著作之範圍（修正條文第 12條第 5項）： 

說明：現行法第 12 條第 3 項規定，在受聘人為著作財產權人的情形

下，出資人得利用著作，惟利用的範圍在法條內並無明文規

定，而係由本局依契約目的讓與論解釋，出資人得在其出資之

契約目的範圍內，利用該著作。為使社會大眾能在法規內即可

得知出資人利用之範圍，並避免有解釋凌駕法律之疑慮，爰將

本局現行解釋意旨明訂於法條。 

四、 刪除第 12條第 1項「除前條情形外」，將受聘人為法人之情形，

直接於本條明定其著作人及著作財產權之歸屬，無須先行檢視

第 11 條僱傭關係之約定內容（修正條文第 12 條第 2、3 及 4

項）。 

說明： 

（一）依照本局現行函釋見解，出資聘請他人完成著作時，受聘人如

為法人，則該法人與其員工之間因為有僱傭關係存在，此時出

資聘著作之著作人歸屬，依現行法第 11 條規定，在僱傭關係

成立時，即確定由受聘法人或其員工享有，出資人無法成為著

作人，因此，出資聘人完成之著作之著作財產權亦歸該受聘法

人或其員工享有，出資人僅能透過現行法第 36條、37條規定，

由著作財產權人轉讓而取得著作財產權，或經由著作財產權人

授權而得利用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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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為讓社會大眾在出資聘人的情形發生時，有更清楚的法律規範

得以遵循，擬簡化上開法律關係，除刪除現行「除前條情形外」

之規定外，並將受聘人為法人時，出資聘完成著作之著作權利

歸屬，明文規範於第 12條規定內。 

（三）依據修正後之條文，出資聘請他人完成著作之著作人歸屬，無

論受聘人係法人或自然人，均直接適用第 12 條規定，不須再

檢視第 11 條規定，出資人得經由受聘法人與其員工之約定，

取得該著作之著作財產權。且若出資人未取得著作財產權，仍

得在其出資目的範圍內得利用著作，不須再透過本法第 36、

37條規定始得利用之。 

 

議題三：是否增訂視聽著作之著作權利歸屬？ 

一、 增訂視聽著作之權利歸屬規定（修正條文第 12條第 6項） 

說明： 

（一） 鑑於視聽著作通常係由多人參與創作，且由多種類著作整合在

內之特殊性質，國際間多數國家均特別規定其著作權利之歸

屬，以簡化權利關係、便利視聽著作之流通。 

（二） 依第 35 次修法諮詢會議委員意見表示，在國內實務上已有部

分政府單位在辦理委託案時，因受委託人未與該委託標的之全

部創作人，完成著作權利歸屬之約定，造成政府單位即使取得

該視聽著作，亦無法再予以播放之問題。 

（三） 為解決國內實務問題，便利視聽著作之流通，爰參考國際間相

關規定進行修正。在體例上，鑑於僱傭關係下完成之視聽著

作，其著作權利歸屬已可透過現行法第 11條規定獲得解決3，

爰於現行法第 12 條規定內增訂特別規範，出資聘關係下完成

之視聽著作，採法定移轉制規範其著作權利之歸屬，即著作人

為受聘人或受聘人之受雇人(員工)時，該視聽著作之著作財產

權仍歸屬出資人。另因國內目前實務上，視聽著作之製作人多

屬出資之電影、電視製作公司，故本項規定係將著作財產權歸

                                                      
3
 依第 11 條第 1、2 項規定，即使著作人為受雇人，著作財產權亦歸雇用人享有，不致產生雇主

無法行著作財產權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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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資人享有，而非製作人享有。 

二、 配合修正第 15條有關視為公開發表之規定 

為達便利視聽著作流通之目的，本次修正一併檢視視聽著

作之著作人格權規定，依伯恩公約、日本著作權法之規定，在

視聽著作公開發表時，推定著作人同意其公開發表4；至於姓名

表示權及禁止不當改作權，國際間對於視聽著作並無特別規

範，在採取著作權一元論的德國，如約定不明，員工無法主張

姓名表示權5；若雇用人未違反誠實信用原則，員工亦不得反對

修改著作或著作之標題6。 

綜上，建議增訂有關視聽著作公開發表權之規定，在視聽

著作之出資人依修正後第 12條第 6項規定取得著作財產權後，

出資人公開發表該視聽著作時即無須得著作人之同意，始不致

違反著作財產權自始歸出資人之立法原意，爰配合修正本法第

15條第 3項規定，明定出資人公開發表視聽著作時，視為該視

聽著作之著作人同意其公開發表。  

 

貳、建議修正條文 

綜上所述，有關著作權法第 11條、第 12條建議修正條文如下對

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第十一條 

受雇人於職務上完成之著

作，以該受雇人為著作人。但契

約約定以雇用人為著作人者，從

其約定。（第一項） 

依前項規定，以受雇人為著

第十一條 

受雇人於職務上完成之著

作，以該受雇人為著作人。但契

約約定以雇用人為著作人者，從

其約定。 

依前項規定，以受雇人為著

                                                      
4
 參照伯恩公約第 14 條 2 第 2 項規定、日本著作權法第 18 條第 2 項第 3 款規定。 

5
 張恩民譯，著作權法(雷炳德著)，2005 年 1 月，法律出版社，頁 420。(如附件 2) 

6
 同前註，頁 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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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作人者，其著作財產權歸雇用人

享有。但契約另有約定者，從其

約定。（第二項） 

前二項所稱受雇人，包括公

務員。（第三項） 

作人者，其著作財產權歸雇用人

享有。但契約約定其著作財產權

歸受雇人享有者，從其約定。 

前二項所稱受雇人，包括公務

員。 

第十二條 

出資聘請他人完成之著作，

以該受聘人為著作人。但契約約

定以出資人為著作人者，從其約

定。（第一項） 

前項受聘人為法人者，以該

受聘人之受雇人為著作人。但契

約約定以受聘人為著作人者，從

其約定，前項但書不適用之。（第

二項） 

依第一項規定，以受聘人為

著作人者，其著作財產權之歸屬

依契約約定。未約定著作財產權

之歸屬者，其著作財產權歸受聘

人享有。（第三項） 

依第二項規定，以受聘人之

受雇人為著作人者，其著作財產

權歸受聘人享有。但契約另有約

第十二條 

出資聘請他人完成之著作，

除前條情形外，以該受聘人為著

作人。但契約約定以出資人為著

作人者，從其約定。 

依前項規定，以受聘人為著

作人者，其著作財產權依契約約

定歸受聘人或出資人享有。未約

定著作財產權之歸屬者，其著作

財產權歸受聘人享有。 

依前項規定著作財產權歸

受聘人享有者，出資人得利用該

著作。 



102/08 /26 第 37 次修法諮詢會議資料  
 

6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定者，從其約定。（第四項） 

依前二項規定著作財產權歸

受聘人或受聘人之受雇人享有

者，出資人於出資之目的範圍

內，得利用該著作。（第五項） 

第一項或第二項之著作為視

聽著作者，其著作財產權歸出資

人享有。（第六項） 

第十五條 

 (前略) 

 依第十一條第二項、第十二條

第三項、第四項及第六項規定，

由雇用人或出資人自始取得尚未

公開發表著作之著作財產權者，

因其著作財產權之讓與、行使或

利用而公開發表者，視為著作人

同意公開發表其著作。（第三項） 

前項規定，於第十二條第五

項準用之。（第四項） 

第十五條 

（前略） 

依第十一條第二項及第十二

條第二項規定，由雇用人或出資

人自始取得尚未公開發表著作之

著作財產權者，因其著作財產權

之讓與、行使或利用而公開發表

者，視為著作人同意公開發表其

著作。（第三項） 

前項規定，於第十二條第三項準

用之。（第四項） 

 


